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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瓦亚尔顿穆龙套型金矿床

构造控矿特征
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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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巷 龙套型金矿床已成为当今最重要的金矿类型之一;新 驵萨瓦亚尔顿金矿床是我国

首例奁龙套型金矿床。研究表明,矿 床受一套浊积岩系控制外,构 追拄矿特征明显;矿 带 (体 )

严格沿断裂破碎带产出,并 且控矿构造基本格局及其时空演变持征,还 相应决定着备矿 (化 )带

的空间展布格局与多阶段矿化组合特征、矿化强度规模等方面的差异性递变规律。

关铤词:租 龙套型金矿床 构 造控矿 萨 瓦亚尔顿

1 区 域成矿地质背景

众所周知,西 天山南脉构造成矿带实际上是传统
“
南天山锑-汞-金成矿带

”
的组成部

分,是 驰名世界的二大成矿带之一。该成矿带近东西向延伸长达千余公里,矿 带西段位于前

苏联境内,已 发现众多的金矿床和矿点;矿 带东段延人我国新疆西部。穆龙套金矿床即位于

南天山西段 ,与 随后在靠近新疆西部边境发现的库木托尔等穆龙套型金矿床所处的大地构造

位置,和 我国西南天山一脉相承;边 境两侧区域地层、岩性和构造条件均极其相似,完 全可

以对比。

萨瓦亚尔顿金矿床,即 位处我国境内的南天山褶皱冲断带的西段,研 究表明,其 为我国

首例穆龙套型金矿床,矿 床受一套具复理石建造特征的碎屑岩系控制,这 套含矿岩系属浊流

作用的产物——浊积岩,地 层时代为中—晚石炭世 (Cz+3)。 矿床地质特征与前苏联发现的

穆龙套金矿床极其相似●。并且,构 造控矿特征极为明显。

2 控 矿构造基本格局

萨瓦亚尔顿矿区位处南天山褶皱冲断带西段,属 乌恰—迈丹褶皱-推覆构造带的组成部

分。该区控矿构造基本格局与区域构造变形几何样式之间具有相似性和统一性;在 横断面

上,均 呈现为叠瓦状的断裂组合特征,各 断片 (带)之 间不同规模的线性褶皱及相伴的次级

断裂破碎带甚为发育,后 者也即为萨瓦亚尔顿矿区的重要控矿构造 (图 1)。

萨瓦亚尔顿矿区及周边区域构造变形规律还揭示,区 域性的乌恰深断裂,不 仅是西南天

山褶皱冲断带的山前主干边界深断裂,而 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和影响着该带沿线的区域构

造变形特征。在乌恰一吉根一带,乌 恰深断裂走向线呈不规则的往北凸起的波状产出,西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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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萨 瓦亚尔顿矿区构造横剖面示意图

1一灰岩;2一 含矿岩系下段;3— 含矿岩系中段;4— 含矿岩乐上段;5一 矿化破碎带及绾号;6一 断裂及绵号

吉根一带走向 NE— NNE,东 段乌恰一带走向则为 NW(图 2)。 这一区域性的构造变形边界

条件,导 致东西不同地段控矿构造格局的差异性变化,即 研究区西部吉根—五瓦一萨瓦亚尔

顿的控矿构造带走向以 NE— NNE向 为主,总 体倾向NW;东 部康苏一乌恰北部地区控矿构

造带走向以 NW— NNW向 为特征,倾 向多呈 NE。 这一规律性认识对该区找矿实践具重要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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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区 域构造格局略图

黑三角示萨瓦亚尔顿矿区

控矿构造性质特征及其控矿规律

控矿构造类型、性质、产状特征与成矿

萨瓦亚尔顿矿区内大小含矿带众多。所有矿(化 )带均无例外地严格受断裂破碎带的控

从控矿构造带宏、微观构造变形特征分析,其 为在近地表浅部低温压环境下形成的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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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剪切破碎带;矿 (化 )带规模与构造带变形强度和规模之间显具良好的对应规律。

在以往工作中多认为该区矿带(体)的产出与地层产状-致 ,受层间破碎带的控制。研究

表明,其 实属于研究区内不同规模的线性褶皱相伴发育的断裂破碎带控矿,总 体产状显具穿

层特征,而 与研究区紧闭褶皱递进变形过程中发育的 sl面 理(轴面劈理)产状基本一致,但

并非所谓的层间控矿。这无疑是今后探劫实践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现有矿化路头、探矿工程及浅层物探甚低频电磁测量成果均揭示,该 区矿(化 )带呈线

状、带状延伸,近 平行展布,总 体走向 NE、 倾向 NW,局 部有反倾现象;倾 角变化较显

(⑴
°~9O° ),一 般为 TO°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从 构造力学变形特征分析,拄 矿构造带昱压

扭性力学性质,断 裂带在平剖面上均具不规则弧形波状弯曲和膨缩变化之特征,这 与物探甚

低频电磁测量所揭示的构造-矿化带低阻异常强度呈强弱变化特征相吻合,客 观地揭示了该

区矿带 (体 )在 平剖面上多呈不规则脉状、透镜状膨缩变化、断续延展的基本特征。

3.2 构 造控矿的时空展布、递变规律

(1)多 期、多阶段构造控矿基本特征与规律:控 矿构造的脉动性或多期、多阶段活动特

征,也 相应决定与影响着成矿的多期、多阶段发育特征。萨瓦亚尔顿金矿床成矿可分为五个

阶段:① 无矿石英阶段 (早 阶段);② 毒砂-黄铁矿-石英阶段;③ 多硫化物:石英-菱铁矿阶

段;④ 锑-石英阶段 (②、③、④为金、锑成矿主阶段);⑤ 少硫化物-石英-菱铁矿阶段 (晚

阶段)。其中,早 阶段 (或早期)无 矿石英脉在矿区含矿岩系中发育较为普遍,不 仅仅局限

于前述的控矿断裂破碎带,在 不同规模的强挤压褶皱带及褶曲转折端和翼部的伴 (派)生 裂

隙、层间剥离面等均有发育,并 多呈无根石英脉状产出,显 示有区域构造动力变质作用和侧

分泌成因脉体之特征。它们可能为成矿早期区域构造动力变质作用产物,由 于此类矿床显具

层控特征 ,成 矿物质主要源于地层 (分析资料揭示,矿 区及周边石炭系复理石建造地层,实

为一重要的含 Au建 造o),因 此,此 期构造活动与石英脉的形成以及含矿岩系中Au的 活化

迁移之间,呈 现有
“
构造排液 (及矿质)”作用之特征,也 即构造变形强度与石英脉发育程

度和含矿岩系中Au的 活化迁出强度相对应;此 期石英脉越发育,示 原岩中Au的 迁出程度

越高。从萨瓦亚尔顿矿区成矿地质特征及现有初步研究成果揭示,这 类无矿石英脉可能多属

成矿早期产物,这 也可能是导致该期石英脉不含矿及其发育段含矿岩系自身含 Au量 明显降

低的重要原因与标志。这种现象在国内外众多矿床中都有揭示。前苏联的穆龙套金矿床中早

阶段——多石英脉阶段,也 可能属成矿早期产物。对此尚待作进一步深人研究。

从萨瓦亚尔顿矿区多期、多阶段构造控矿特征分析,在 矿区不同矿化破碎带中,各 矿化

阶段的发育程度是不尽相同的。其中,早 期 (或早阶段)无 矿石英脉尽管具区域性面状发育

之特点,但 总体又呈现有 E强 →W弱 变化趋势;成 矿主阶段 (Au、 sb主 成矿阶段)产 物的

发育,则 呈现有中部 (如 Ⅱ、Ⅳ号矿带)强 、两侧弱和 E强 →W弱 相对变化趋势;晚 阶段产

物 (少硫化物 石̄英-菱铁矿阶段)则 呈现有 E弱 →W强 的相对发育特征 (如矿区西部Ⅲ号矿

化带主要见发育晚阶段产物等)。这一现象客观地揭示了成矿期控矿构造带的活动特征,呈

现有由E往 W的 先~后与强-弱脉动性迁移规律,或 称之为控矿构造应力场的波动性传递特

征,这 与西南天山山前逆冲-推覆构造带的变形机制与规律具有相似性和统一性。

● 郑 明华等,1998,国 家科技攻关 96-915fl4-0301项 目叨 年度研究进展倩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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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 (化 )带的空间展布、递变规律:构 造控矿的等距性、递变性规律早已被人们认识

与重视,并 在指导找矿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萨瓦亚尔顿矿区现有矿(化 )带 的空间展布特

征,以 及结合本次构造控矿规律研究所应用的物探甚低频电磁测量成果●,共 同揭示该区矿

(化)带的发育,具 有如下空间展布、递变规律:① 方向性。各矿带(体 )总 体呈 NNE向 延

伸,近 平行展布;② 等距性。各矿(化 )带之间呈现有近等间距排列之特征,主 矿带间距约

为 300m左 右 (如 :I~Ⅱ ~VLF预 测带~Ⅳ ~Ⅲ 等),次 级矿化破碎带间距 100~150m左

右;③ 递变性。一方面表现于前述控矿构造的脉动性迁移与不同成矿阶段产物相对发育程

度的差异性递变规律;另 一方面还表现于各控矿构造带变形强度与矿化规模 ,在 纵向上各带

呈强弱变化、膨缩断续延展之特点,在 横向上不同带之间又有以中带 (Ⅱ~Ⅳ )强 两侧弱和

E强 →W弱 总体变化规律,矿 (化 )带规模与矿化组分的复杂程度、矿带中的含矿性 (Au、

Sb)等 均具相应的递变规律。

4 构 造控矿模式刍析

根据萨瓦亚尔顿金矿床成矿地质特征,结 合上述构造控矿规律的初步认识,可 把该矿的

构造控矿模式概示于下图 (图 3)。

图 3 萨 瓦亚尔顿矿床构造拄矿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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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体)就位与产出构造空阃与展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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